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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两课堂”教学在内科护理学课程思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2019级2个本科班护生按照

班级分为研究组(76人)和对照组(78人),对照组采用常规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组采用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两课堂”教学,即依据

建构主义理论,通过“感知-表达-升华”,实现课程思政德育目标外化于形、内化于心的转变。一个学期后比较两组护生的人文

关怀能力、职业态度和理论、操作成绩。结果
 

教学后研究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和专业自我概念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P<0.01)。两组理论及操作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两课堂”教学能有效提高本科

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坚定专业思想,实现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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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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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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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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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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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nursing.
 

Methods
 

Two
 

classes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n=76)
 

and
 

a
 

control
 

group
 

(n=78).
 

The
 

control
 

group
 

was
 

subjected
 

to
 

traditional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for
 

the
 

course
 

of
 

internal
 

medical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ubjected
 

to
 

"two
 

classroo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based
 

on
 

Constructivism
 

theory
 

for
 

the
 

same
 

course.
 

The
 

"two
 

classrooms"
 

model
 

worked
 

through
 

a
 

3-pronged
 

approach
 

of
 

"perception-expression-sublimati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xternalization
 

in
 

the
 

form
 

and
 

internalization
 

in
 

the
 

heart.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humanistic
 

caring
 

ability,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results
 

of
 

written
 

and
 

skill
 

exam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humanistic
 

caring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P<0.01),
 

though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sults
 

of
  

written
 

and
 

skill
 

exam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two
 

classroo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Constructivism
 

theor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hu-
manistic

 

caring
 

ability,
 

solidify
 

their
 

professional
 

thought,
 

and
 

fulfill
 

the
 

goal
 

of
 

professional
 

and
 

mor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Key

 

words:
 

nursing
 

students;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ternal
 

medical
 

nursing; Constructivism; first
 

classroom; second
 

classro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humanistic
 

caring

作者单位:桂林医学院护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李小芒:女,硕士,副教授

通信作者:陈运香,478633023@qq.com
科研项目: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GXGZJG2020B162)
收稿:2021 11 01;修回:2021 12 28

  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1]提出医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医德医风教

育,在培养精湛医术的同时,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养和人文修养。护理是一门关于关怀和照护的学科,
对护理人员思想品德、人文素养要求更高[2],因此更

应加强护生职业素养和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传统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的人文思政教学难以达到深

入的育人效果[3]。如何在护理专业课程教学中做到

价值引领和协同育人,是护理教育者重点研究的课

题。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一种与素质教育相吻合的教

育理论,应用于护理教育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4]。
第一课堂是高校教书育人的主阵地,第二课堂作为第

一课堂教学的延续和有效补充,通过多形式的实践学

习,可强化医学生的职业素养。我校内科护理学教学

团队依据建构主义理论,在内科护理学“两课堂”中实

施课程思政教学,取得明显的效果,并于2021年分别

获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本科线

下一流课程,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四年制2019级2个护理本科

班154人为研究对象,均为全国统招,其中女生136
人,男生18人;年龄19~23岁(21.28±0.86)岁。均

已完成4个学期的公共课程、部分专业基础课程。随

机抽取其中1个班为研究组(76人),另1个班为对照

组(78人),两组护生的一般资料比较,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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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护生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上学期课程综合成绩

[分,M(P25,P75)]
对照组 78 9 69 21.29±0.79 84.0(82.0,86.0)
研究组 76 9 67 21.27±0.93 84.0(82.0,87.0)
统计量 χ2=0.003 t=-0.175 Z=-0.930
P 0.953 0.861 0.352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两组理论教材均使用尤黎明等[5]主编的《内科

护理学》;理论98学时、实验和指导性学习共64学

时,于第4学期开设,教学内容及进度相同,相同内

容由同一教师授课。对照组采用常规课程思政教

学,即授课教师根据授课内容,寻找思政切入点,在
教学过程中结合授课内容进行讲解。如在学习肺炎

一章时,采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非典型性肺炎抗

击战进行导课,在导课中介绍勇于担当的钟南山院

士、英勇献身的“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叶欣护士长和

本院毕业的最美逆行白衣天使的事迹。研究组采用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两课堂”教学,即基于网络技

术,据建构主义理论进行课程思政教学,通过“感
知-表达-升华”,实现德育目标外化于形、内化于

心的转变。
1.2.1.1 第一课堂教学 对于每个章节的重点疾

病,均采用支架式课前预习和抛锚式CBL情景病例

进行学习。①支架式课前预习。通过关注国家时事

政治、读经典巨作、收看中央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

感动中国系列故事、固定周五下午党务知识学习、邀
请校外专家及马列部思政课教师进行培训等多种渠

道加强团队教师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整理经典

故事、事例、视频、政策及其相关资料的链接,形成人

文思政资料库。正式上课前将与此节教学内容相关

的人文思政资料库中的资料与其他预习资料一起通

过“雨课堂”发布,要求学生课前自行学习。同时,在
预习习题中加入与思政相关的情景问题,如在《心脏

骤停与心脏性猝死》章节,将本校唐玮鲜见义勇为事

迹的视频和新闻报道和专业预习资料一起发布,在
预习习题中加入如下情景问题:某日,你与朋友正在

逛街,突然发现前方有一老人晕倒,此时你将如何

做? 作为医学生,你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不
敢扶、不敢帮”的现象? 护生完成预习资料学习,搭
建学习支架,利用网络资源自主探索后,攀升到更高

层次的学习,从而解决思政情景中的问题,实现对思

政内容的感知和初步思考。②第一课堂抛锚式CBL
情景病例学习。根据知识目标和思政目标,将相应

的教学内容确定成“锚”,并以此创设 CBL情景病

例,通过一个个连续的问题情境,逐步抛“锚”,引导

护生探究学习。每个CBL情景病例中均设定针对

此章节思政情感目标的情境,引导护生思考、表达。
课堂中,护生以小组为单位对病例进行分析、讨论、
汇报,教师协助进行知识梳理、点评,重点、难点回顾

和总结。如在血液净化治疗的护理章节中为达到让

护生加强对患者人文关怀的思政目标,可在CBL情

景病例中加入如下问题情境:“某老年患者入院后一

直郁郁寡欢,交流后得知其因担心长期血液透析费

用开支大,家庭难以负担。针对此情况,作为责任护

士该如何结合当下医保政策及乡村振兴的大背景向

患者解释,解除其后顾之忧?”通过对此情景的分析、
讨论,使护生对国家血液透析惠民政策、医疗救助制

度等有深入了解,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感和自豪

感油然而生;也使护生认识到血液透析患者的内心

世界,产生同理心,自觉关爱患者。通过此课程,护
生对思政内容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1.2.1.2 随机进入式第二课堂教学 课后开展多种

形式的第二课堂和隐性课堂活动,使护生反复进入具

体情境,加强对思政内容的理解和探索,从而达到“新
知识”的建构,实现行动上的升华。①指导性学习实

践中要求每名护生采访、关注1~2例慢病患者,在教

师指导下从身心两方面进行慢病管理,于学期末完成

慢性病患者的疾病管理报告和慢病管理关怀心得体

会。②与附属医院护理部、相关科室联合,每学期开

展至少2次“健康中国、慢病管理、人人参与”系列慢

病管理活动,如慢病管理专题讲座,哮喘、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病进社区活动,以拓宽护生学习视野,培养

社会责任感,提升自我修养。③期中过后,结合护生

在临床见习中的所见、所闻,与学生工作部联合举办

“规划人生路,逐梦新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坚
定专业思想,合理规划职业。
1.2.2 评价方法 于教学前后分别进行问卷调查:
①护理专业大学生人文关怀能力量表。由黄弋冰[6]

编制,包括灌输信念和希望(9个条目)、健康教育(7
个条目)、形成人道和利他价值观(6个条目)、科学解

决健康问题(4个条目)、协助满足基本需要(4个条

目)、提供良好环境(5个条目)、促进情感交流(5个条

目)和帮助解决困难(5个条目)8个维度共45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0~4分),总分为0~180
分,得分越高表明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越强。本研究

中其Cronbach's
 

α为0.902。②护理专业自我概念

量表。本研究采用刘美丽[7]汉化并调适的护理专业

自我概念量表,该量表包括领导(4个条目)、灵活性

(7个条目)、技能(5个条目)、满意度(9个条目)和沟

通交流(5个条目)5个维度共30个条目,采用4级评

分法,条目平均分>2.5分或总分>75分表示护生有

积极的职业态度、对护理专业认可度高。本研究中其

Cronbach's
 

α为0.880。③课程结束后以护生期末考

试成绩评价其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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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行t检验、Mann-Whitney
 

U 非参数检验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教学前后两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比较 见表2。
2.2 教学前后两组专业自我概念得分比较 见表3。

表2 教学前后两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比较 分,x±s

时间 组别 人数
灌输信念

和希望
健康教育

形成人道和

利他价值观

科学解决

健康问题

协助满足

基本需要

提供良好

环境

促进情感

交流

帮助解决

困难
总分

教学前 对照组 78 25.56±4.05 18.09±2.89 16.68±3.23 11.19±1.93 10.71±1.90 7.60±2.32 13.53±3.18 7.65±1.75 111.01±11.84
研究组 76 24.96±3.56 17.92±2.40 17.14±3.24 11.01±1.54 10.54±1.48 7.37±2.87 13.62±2.28 8.09±1.86 110.66±10.61
t -0.981 -0.394 0.893 -0.639 -0.602 -0.559 0.209 1.508 -0.196
P  0.328  0.694 0.373  0.524  0.548  0.577 0.835 0.134  0.845

教学后 对照组 78 27.55±3.32*21.97±3.04*18.62±2.57*12.29±2.14*11.28±1.58* 8.22±2.86 15.23±1.87* 8.67±2.33* 123.83±13.27*

研究组 76 30.66±3.86*24.12±3.02*20.03±2.57*12.83±2.07*12.72±1.98* 9.42±2.80*16.87±2.21* 9.88±2.79* 136.53±15.11*

t 5.351 4.390 3.402 1.575 4.982 2.635 4.970 2.937 5.543
P 0.000 0.000 0.001 0.117 0.000 0.009 0.000 0.004 0.000

  注:与本组教学前比较,*P<0.05。

表3 教学前后两组专业自我概念得分比较 分,x±s
时间 组别 人数 领导 灵活性 技能 满意度 沟通交流 总分

教学前 对照组 78 10.64±1.72 19.56±2.53 13.53±1.94 20.99±3.54 14.12±2.02 78.83±6.22
研究组 76 10.57±1.64 19.49±2.17 13.00±2.23 21.03±3.92 14.50±1.72 78.58±6.85
t -0.277 -0.203 -1.563 0.065 1.272 -0.241
P 0.782 0.839 0.120 0.948 0.205 0.810

教学后 对照组 78 12.13±1.98* 22.09±2.54* 16.27±2.28* 24.63±3.28* 14.51±1.78 89.63±7.90*

研究组 76 12.26±2.17* 22.50±3.00* 16.50±2.18* 26.24±3.73* 15.39±1.92* 92.89±8.22*

t 0.403 0.916 0.641 2.844 2.959 2.515
P 0.687 0.361 0.522 0.005 0.004 0.013

  注:与本组教学前比较,*P<0.05。

2.3 两组护生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4。
表4 两组护生考核成绩比较

分,M(P25,P75)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对照组 78 83.0(81.0,86.0)91.0(86.0,95.0)
研究组 76 84.0(82.0,86.0)90.0(87.0,94.0)

Z -1.017 -0.189
P  0.309  0.850

3 讨论

建构主义理论主张创设各种学习情境,护生充分

利用各种信息资源作为“脚手架”,积极探索,从而实

现新意义的构建[8]。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现已形

成支架式、抛锚式和随机进入式三种成熟的教学方

法[9]。支架式教学是指以现有知识为支架,通过其辅

助和支撑,构建高层次的知识水平[10]。在支架式课前

预习中,护生以人文思政资料库中的资料和网络资源

为支架,在类似问题情境中思考处理方法,从而实现

对思政内容的初步探索和感知。抛锚式教学是将教

学内容以“锚”的形式镶嵌在具体的问题情景或案例

中,通过分析实现对新意义的构建[11]。在第一课堂的

抛锚式 CBL情景病例学习中,将思政目标转化成

“锚”,通过具体CBL情景病例的分析、深入讨论及回

答问题,完成对思政目标和内容的内化和表达。随机

进入式教学是指多次进入教师精心筛选和预设的情

境,使护生在巩固旧知的同时获得新意[12]。随机进入

式第二课堂教学中,护生参加多形式的德育活动,在
实践中对思政内容进一步巩固和迁移,实现对德育目

标从理论到实践的升华。本研究在课前预习、第一、
第二课堂3个环节中,分别创设不同的思政情境,以
多样化的形式激发护生学习兴趣,鼓励其有效利用线

上、线下资源,主动参与、积极交流,建立新的认知结

构,实现德育目标“感知-表达-升华”。
3.1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两课堂”课程思政教学提

高了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护理专业本身具有人文

关怀的内核和追求[13],但受传统技术至上观的影响,
我国护理人文关怀水平一直不高[14]。表2结果显示,
教学后两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显著提高(均 P<
0.05),教学后研究组的人文关怀能力7个维度及总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说明虽然不同形式

的课程思政均能促进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基于建构

主义理论的“两课堂”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更佳。研究

组通过多形式的人文思政教育,使护生在特定环境中

提高人文认识,在实践中逐渐培养和发展人文关怀能

力。丰富的人文思政资料库知识的学习,奠定了护生

宽厚的课程思政基础;在CBL情景病例中思考患者及

家属的感受,试图帮助患者解决困难、满足其需求,因
此帮助解决困难和协助满足基本需求维度得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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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组。指导性学习中开展慢病管理,在实践中

切实与慢病患者沟通交流,了解其需要,有针对性地

提供健康指导,并能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一
视同仁地为患者带来希望和灌输信念,因此促进情感

交流、健康教育、提供良好环境、灌输信念和希望得分

较高。参与第二课堂慢病进社区系列活动,护生学会

互相帮助、奉献社会,认识到社会价值才是人的根本

价值所在,只有对他人、社会奉献才能获得个人需要

的满足,因此形成人道和利他价值观维度高于对照

组。通过课前预习、第一课堂反复学习、第二课堂延

续,研究组从人文知识、关怀能力、人格方面实现对人

文关怀能力的培养。教学后两组科学解决健康问题

维度无差异(P>0.05),可能与在专业知识传授时,两
组理论课均采用CBL情景病例教学,实践课采用临床

见习、综合训练等相同的教学形式,来保证教学质量

有关。因此,两组在专业性强的独立给出护理诊断、
确定护理方案、实施护理措施和帮助患者制订可行的

护理目标等方面无差异。
3.2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两课堂”课程思政教学能

有效提高护生的专业情感 表3结果显示,教学后两

组专业自我概念得分显著提高,研究组专业自我概念

总分及满意度和沟通交流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P<0.01)。说明课程思政能促进护生对

护理专业的积极认识,干预后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

“两课堂”课程思政教育中,尽可能挖掘与护理相关的

人文思政个案、创设护理职业情景,起到职业榜样的

作用,让护生从思想上产生积极的专业情感[15]。在各

种实践活动中认识到护理专业的奉献和付出,不再盲

目听从他人对护理专业的评价,认识到护理真正的社

会价值所在及通过护理工作可实现服务社会、奉献人

民的自身价值,因此专业满意度和专业情感高。丰富

的指导性学习和第二课堂实践活动让护生潜移默化

地理解他人、懂得换位思考,与患者沟通中注意交流

技巧[16],沟通交流能力明显提高。教学后两组在技

能、灵活性和领导维度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可能与本研究主要是围绕思政目标,对思

政内容进行改革,而对于专业技能的培训、专业知识

的灵活运用和领导能力的提升未进行区别培养有关,
因此技能、灵活性和领导得分无差异。
3.3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并不会降低护生的专业成

绩 表3结果显示,两组专业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说明研究组并没有因为社会

实践活动的增加而影响到护生专业学习,而有同学

表示“通过课外实践活动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

的知识”。因此,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两课堂”课程

思政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促进专业教育和德育协

同提高的方法。
综上所述,在“两课堂”中,依据建构主义理论开

展课程思政教学,在保证专业学习效果的同时能有效

地提高本科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坚定专业思想,实
现协同育人。但本研究仅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尝

试,有待今后扩大范围,在其他护理课程中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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